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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校园 3

□记者 耿剑

本报讯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展示学习成果，提高学生的书法写作、鉴赏
及审美能力，1月 15日下午，市育才中学举
办了硬笔书法比赛。

当天下午，该校学生分30个场地进行
比赛，赛时30分钟。赛后，该校语文组全体
教师从书写正确、整洁规矩、结构匀称、大小
适中等方面综合评估学生的作品，最后评出
了一、二、三等奖和优秀辅导奖。

市育才中学举办
硬笔书法比赛

□记者 耿剑

本报讯 1月 14日开始，市工业学校的志
愿者先后奔赴叶县老鸦小学、兰庄学校、段
庄小学、樊庄小学、杜庄学校、太康小学、桃
奉小学和仙台初中开展“基础教育百千万帮
带春风行动”，将全校师生的爱心送到贫困
学生手中。

春节临近，市工业学校的老师们牵挂着
叶县8所对口帮带学校的100多名贫困生。
去年 12月底，该校倡议为贫困学生爱心募
捐，广大师生积极响应，捐助了学习用品、辅
导书、课外读物、食品、衣物等价值万余元的
物资。

1月14日，市工业学校教务党支部的志
愿者冒着寒风来到叶县老鸦小学、兰庄学
校、段庄小学、樊庄小学和杜庄学校进行帮
扶。志愿者将爱心物品送到贫困学生手中，
并与帮带学校负责人亲切交谈，询问学校和
贫困学生状况。帮带学校负责人代表贫困
学生对市工业学校表示了感谢。

1月15日、16日，市工业学校行政、学生
党支部志愿者奔赴叶县太康小学、桃奉小
学、仙台初中继续开展“春风行动”，为孩子
们送去冬日的温暖。

市工业学校
三九寒冬送温暖

随着打火机的普及，古人日常取火用的
火折子已经很少被提及。但在一些古装电
视剧中，大家还会经常看到演员用火折子点
火的场景。拔开一个小竹筒的盖子，用嘴轻
轻吹几口气，小小的火苗就蹿了出来。那么
火折子的原理是什么呢？

根据记载，最早的火柴是我国在公元
577年发明的，当时是南北朝时期，战事四
起，北齐腹背受敌，物资短缺，尤其是缺少火
种，烧饭都成问题。当时一班宫女发明了火
柴，不过我国古代的火柴只不过是一种引火
的材料。

火折子是易于携带的简便照明和取火
用具。较好的火折子纸制作方法是将白
（红）薯蔓放水中浸泡，取出捶扁，再加上棉
花、芦苇缨子捶打，晒干后加硝、硫黄、松香、
樟脑等易燃物质和多种香料即可。将做好
的火折子纸折成长扁筒或拧为绳，点燃后放
在竹筒里，用时取出轻轻一吹即燃。但是一
般的火折子纸只是普通未打孔的纸钱，也可
是草纸。制作时把纸裁成比竹筒还长的长
度，然后卷起来，松紧度要适中，插进竹筒
里，最后点燃，盖住通风的盖子。用时，拔掉
盖子，对着火折子轻轻一吹即可。

其实，火折子的原理在物理学上叫“复
燃”，指的是已经在燃烧的东西，因为缺氧处
在一种半燃半灭的状态，当重新获得氧气后
立即开始燃烧的现象。 （王红梅 整理）

你不知道的火折子

“机器人”社团、“河南娃版画”社团、
“航模”社团、“创意沙画瓶”社团……种类
丰富的社团大大充实了学生的课余生
活。1月 11日上午，笔者来到卫东区平马
路小学，走进该校的学生社团，看到了社
团学生们的精彩生活。

成绩斐然，多个社团获奖

扭腰、摆臂、倒立……1月11日上午10
点多，在平马路小学大队部，当一群机器
人随着音乐《冲上巅峰》的节拍翩翩起舞
时，社团成员张智翔、陈炳旭、苏畅等脸上
露出了笑容，内心充满了自豪感。

四年级学生张智翔说，他从小就很喜
欢机器人拼装类的益智玩具。电视上、网
络上的机器人表演更是让他对机器人设
计产生了兴趣。学校里的机器人社团开
始招募后，他马上报了名。在社团里，他
掌握了常见的搭建结构，初级编程方法及
设计等，收获满满。

负责机器人社团的张申民老师告诉
笔者，机器人社团成立于2015年，在省级
机器人比赛中，社团学生屡屡获奖。在
2018年河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小学组
综合技能比赛中，史浩勋、张智翔获得了
一等奖，薛林凯、苏星宇等获得了二等奖。

看完机器人的表演，笔者跟随该校政
教处主任孙杰来到版画工作室。在版画
教师赵虹虹的带领下，学生张俪雅文、张
雨涵等正在进行创作。

六年级学生张雨涵告诉记者，她很喜
欢版画，版画创作让她沉浸其中，从点到
线再到面，每一个作品都让她充满了成就
感。

工作室的一面墙上挂满了学生的作
品，有“年画宝宝”“豫剧人物”“生活场景”
等。其中一个版画描绘的是，一个小朋友
在看书，书上是我国古代的甲骨文，整个
版画充盈着中华文明的厚重感。赵虹虹
说，墙上的作品只是学生平时的练习之
作，所以都没有取名，连作者的名字也没
有标注。今后，她要给学生们整理一个作
品集，收录学生的经典之作，长期保存。

据赵虹虹介绍，版画社团成员一般是
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
一定的绘画技巧，特别是五六年级的学
生。张雨涵在创作版画时，可以直接脱稿
制作，不用在纸上打底稿。

据了解，在学校的支持下，该校社团
还取得一系列的成绩。美丽之声合唱社
团、丝韵葫芦丝社团、“河南娃版画”社团、

“创意沙瓶画”社团等被市教育局评为平
顶山市二星优秀社团；太阳健身社团、
iEnglish club 英语社团等被卫东区教体
局评为卫东区优秀社团。

社团文化，传承与发展并存

“我们学校的社团很有特色，一方面，
很注重科技创新，如机器人社团。另一方
面，很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如版
画社团。”孙杰说，该校在社团建设方面投
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如版画社团，它
担负着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 2011年，
平马路小学将版画纳入校本课程，由区级
美术名师崔建凯、美术教师赵虹虹担任指
导教师，成立了“河南娃版画”社团。学校
拨经费设立了版画创作室，购买了专用版
画机、吹塑纸、胶版、颜料、油墨、PT板等
器材，目前版画社团成员发展到了30多
人。学生们自画、自雕、自印、制作了许多

优秀的版画作品。从组建版画社团以来，
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版画“新苗”，让版
画成了全校性的艺术活动，成为校园文化
的一道亮丽风景。

平马路小学校长胡忠慧说，该校的社
团是多元化的。与学科相关的社团有英
语社团、数学社团；绘画、舞蹈、演讲社团
等则注重学生的才艺培养；机器人社团注
重科技创新；“河南娃版画”社团让学生运
用版画的形式表现自己感兴趣的、传统
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场景，感受艺术之
美。他希望，社团充分利用课余时间，保
证每周最少组织一次活动，为学生提供展
现特长的舞台。

（王红梅/文 李英平/图）

版画、航模、机器人……

平马路小学社团活动丰富多彩

学生在进行版画创作

学生在观察机器人的运行规律

学生在创作五彩斑斓的沙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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